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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航

财政部、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就

印发《会计师事务所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答记者问

近日，财政部、国家网信办联合

印发《会计师事务所数据安全管理暂

行办法》（财会[2024]6号，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自2024年10月1日起

施行。财政部、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

人就《暂行办法》有关问题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问：制定《暂行办法》的背景与

意义是什么？ 

答：一是落实相关法律要求。《暂

行办法》全面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要

求，是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对国家网络

和数据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的细化，为

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数据安全管理活

动提供依据，有利于推动注册会计师

行业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 

二是落实国务院有关文件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

审计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30号）强

调，要加快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基础

制度建设，及时跟进健全相关制度规

定。《暂行办法》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

势，进一步完善了注册会计师行业基

础制度体系。 

三是落实财会监督有关要求。

《暂行办法》构建了横向协同、纵向

联动的行业数据安全监管机制，明确

财政部门、网信部门、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等各方职责，确保有效衔

接，加强信息共享，推动实现跨地区、

跨部门、跨层级协同监管。 

问：《暂行办法》制定经历了哪些

过程？ 

答：在深入分析注册会计师行业

数据安全管理现状和需求的基础上，

财政部会同国家网信办起草了《暂行

办法》初稿，并对部分会计师事务所

开展实地调研，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和

数据安全专家专题讨论，形成《暂行

办法》征求意见稿。 

2023年 11月，两部门联合面向

地方财政部门、网信部门、会计师事

务所和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反馈

意见总体认为，《暂行办法》内容全

面、条理清晰、指导性强，有助于加

强会计师事务所数据安全管理，规范

会计师事务所数据处理活动。同时，

部分反馈意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

意见。我们对所有反馈意见进行了认

真梳理，并充分吸收采纳，在反复研

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对

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问：《暂行办法》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暂行办法》主要包括五方

面内容，一是总则，主要明确制定依

据、适用对象、责任主体；二是数据

管理，主要包括总体责任、责任人员、

数据分类分级、日志管理、数据传输

管理、数据加密管理、数据备份、业

务约定书、技术保护手段、日常安全

监测、数据出境等内容；三是网络管

理，主要包括网络管理制度、资源投

入、访问控制、系统账户管理等内容；

四是监督检查，主要包括信息共享、

日常检查、重点检查对象、安全审查、

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等内容；五

是附则。 

从具体内容看，主要对六方面内

容进行了规范： 

一是明确适用对象。《暂行办法》

主要适用于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

务所开展的审计业务相关数据处理活

动，包括为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的国

有金融机构或中央企业等提供审计服

务；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或者

超过100万用户的网络平台运营者提

供审计服务；为境内企业境外上市提

供审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未从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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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类业务，但审计业务涉及重要数

据或者核心数据，也应根据《暂行办

法》进行数据处理活动。数据包括会

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从外

部获取和内部生成的任何以电子或者

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二是规范数据分类分级。《暂行

办法》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被审计单位所处行

业数据分类分级的标准，确定核心数

据、重要数据和一般数据，并对核心

数据和重要数据的存储、相关日志、

传输等作出明确要求。被审计单位有

义务通过业务约定书、确认函等方式

告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资料中的核心

数据和重要数据相关信息。在数据存

储上，存储重要数据的信息系统要落

实三级及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

求，存储核心数据的信息系统要落实

四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在日志

管理上，要求涉及核心数据的相关日

志，留存时间不少于三年，涉及重要

数据的相关日志，留存时间不少于一

年，其中向他人提供、委托处理、共

同处理重要数据的相关日志留存时间

不少于三年。涉及一般数据，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处理，《暂行办法》不作特

别要求。 

三是规范底稿管理。截至目前，

我国有35家会计师事务所加入或创

建了28个国际会计网络，行业对外交

流合作日益密切。《暂行办法》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底稿应按相关

规定存放在境内。会计师事务所不得

在业务约定书或类似合同中包含会计

师事务所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境内项

目资料数据等类似条款。境外监管机

构因监管需要确需调取境内审计工作

底稿的，应通过相应的跨境监管合作

机制依法依规获取，相应审计工作底

稿出境应当办理审批手续。会计师事

务所对审计工作底稿出境事项应当建

立逐级复核机制，落实数据安全管控

责任。 

四是强化网络管理。《暂行办法》

对会计师事务所在建立内部网络安全

管理制度、网络管理资源投入、网络

安全技术防护、网络管理账户权限等

方面做出具体要求，指导会计师事务

所为数据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安全的网

络环境。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建章立制

并有效执行，确保网络安全管理能力

与提供的专业服务相适应；做好信息

系统安全管理和技术防护，设置严格

的访问控制策略，防范未经授权的访

问行为。 

五是聚焦安全可控。《暂行办法》

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建立数据备份制

度，确保在审计相关应用系统因外部

技术原因被停止使用、被限制使用等

情况下，仍能访问、调取、使用相关

审计工作底稿。加密设备应当设置在

境内并由境内团队负责运行维护，密

钥应当存储在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应

当拥有其审计业务系统中网络设备、

网络安全设备的自主管理权限，统一

设置、维护系统管理员账户和工作人

员账户，不得设置不受限制、不受监

控的超级账户，不得将管理员账号交

由第三方运维机构管理使用。 

六是压实监管责任。《暂行办法》

明确了财政部门、网信部门、公安机

关、国家安全机关对会计师事务所数

据安全的监管职责。省级以上财政部

门、省级以上网信部门对会计师事务

所开展监督检查，公安机关、国家安

全机关依法在职责范围内承担会计师

事务所数据安全监管职责。会计师事

务所对于依法实施的数据安全监督检

查，应当予以配合。 

问：如何做好《暂行办法》的贯

彻落实？ 

答：一是加大宣传和指导力度。

各级财政部门、网信部门要高度重

视，积极宣传，指导会计师事务所建

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并确保有

效实施，切实提升会计师事务所数据

安全管理水平。二是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各相关部门应根据监管职责，落

实会计师事务所数据安全管理日常监

管、重点检查、安全审查等有关要求，

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要依

法严肃处理。三是加强协同配合。各

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信息共享，加强

沟通协调，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形成

工作合力，认真做好贯彻实施《暂行

办法》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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